
随着社区治理
不断深化、 服务群
众能力亟待提升，
今年以来， 昌平区
城南街道通过焕活
服务阵地， 创新服
务品牌， 织密服务
队伍， 打造 “一社
一品” 新模式， 全
面提升基层治理效
能。

为解决延锋彼欧 （北京） 汽
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的厂房扩建
需求， 怀柔区庙城镇对镇域内闲
置厂房进行逐村摸排， 力求为企
业精准匹配资源。 日前， 延锋彼
欧已与李两河村签订厂房租赁意
向书， 自2024年1月15日起 ， 延
锋彼欧将承租李两河村3000平方
米的厂房， 用于满足企业后期提
升产能的需求。

庙城镇深入践行 “四下基
层”， 围绕企业实际需求进行深
入调研， 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
条例和政策措施， 及时解决企业

难点堵点问题 ， 落实好减税降
费、 金融支持等政策助企纾困，
更加精准帮助企业， 助力镇域经
济高质量发展。

“我们每周筛选相关政策，
通过微信转发等形式推送给企
业。” 面对政府发布的大量惠企
政策， 庙城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
作人员将最新的政策解读发送给
全镇120余家企业。 据悉 ， 庙城
镇根据企业规模、 所属行业、 企
业类型、 企业资质等要素， 采用
实地走访、 电话通知、 消息提醒
等方式及时向企业精准推送政

策， 实现了从 “企业找政策” 到
“政策找企业” 的转变。

据统计， 今年全年， 庙城镇
先后为5家镇域企业争取到区级
专项补助资金， 并协助做好政策
解读、 资料上报等工作； 今年共
计服务企业事项100余项， 解答
率、 满意率均为100%。

下一步， 庙城镇将持续优化
营商环境， 提振企业信心、 激发
企业潜能、 释放企业活力， 长期
坚持、 持续深化、 常态推进， 以
惠企助企的实际成效促进经济稳
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。

□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尚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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焕活服务阵地
融入自身特色

浓郁书香气息的书墙、 承载
着岁月变迁的老物件展示区……
走进位于昌平区城南街道的介山
社区， 这里已从原先拥挤的 “小
空间” 变成温馨的 “会客厅”。

介山社区会客厅原为介山社
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服务站， 位
于介山路东部南侧底层商业空间

内。 由于底层性质及建筑结构特
点， 居委会内部空间被分隔成四
块， 各功能间相对割裂， 工作人
员使用体验较差， 且空间利用效
率较低。 为此， 城南街道打破传
统居委会办公装修局限， 结合社
区特色， 将空间整合提升后开放
给居民， 并策划长期可持续公共
活动方案， 为群众打造多维度、
高质量的公共活动空间， 激发街
道活力。

“我们改造社区 时 ， 挖 掘
了社区村转居的历史特点。 根据
现状， 把每个空间打造成了居民
活动文化展厅 。” 据城南街道社
区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，
四个空间按照不同主题分别布
展， 同时增加了社区历史展廊、
儿童活动室、 心理咨询室、 多功
能休息室等公共空间， 既能满足
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又能随时开展
活动 ， 实现一室多用 ， 可用可
展。

不仅是介山社区， 城南街道
还先后打造了世涛天朗社区开放
式书吧、 绿海家园社区文化艺术
中心、 龙山锦园社区低碳教育基
地等特色服务阵地。 各社区均结
合自身特色， 开创性完成了办公

区与展览馆、 读书角与活动室、
会议室与科普展的多效重叠融
合。

创新服务品牌
打造 “一社一品”

工笔画 、 写意画 、 手绘涂
鸦、 原创手工作品……走进城南
街道绿海家园社区居委会， 一场
艺术展正在举办。 漫步其中， 可
尽享国韵， 感悟国风之美。

现场， 工笔画栩栩如生， 写
意 画 笔 精 墨 妙 ， 孩 子 通 过 涂
鸦展现了无限的想象力， 精细的
手工作品更能看出作者 “静心”
的状态。 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之
中， 通过此次展览， 让参观者体
会 “慢 ” 的艺术 ， “静 ” 的美
好。

“我们的目标是以艺聚人，
以文化人。 利用阵地优势， 不仅
服务社区居民， 也给周边群众提
供开放共享的活动空间。” 绿海
家园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
结合社区空间特色， 社区打造了
“海湾艺术家 社区艺治理 ” 品
牌， 开创社区 “艺” 治理之路。
先后开展艺术作品展 、 摄影活

动， 进一步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
文化建设的热情， 让更多居民体
会艺术之美。

据了解， 今年城南街道在打
造特色服务阵地的基础上， 结合
不同社区文化、 价值观等软性条
件， 集思广益、 群策群力， 助推
社区创造专属品牌。

走进世涛天朗社区居委会，
浓郁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。 社区
积极探索 “阅读阵地+家庭阅
读” 模式， 开展阅读推广及志愿
服务 ， 全力打造 “国风世涛 温
暖天朗” 品牌建设， 形成 “书香
正浓” 的良好社会风尚。 此外，
昌盛园社区打造了 “昌盛游园
会” 品牌， 实现了老商户与老居
民 “融合 ” ， 新群体与新居民
“融入”。

织密服务队伍
汇聚多方力量

目前， 城南街道17个社区正
在全面深耕 “一社一品” 创建工
作， 通过升级改造、 精简 办 公
场 所 ， 最 大 化 腾 出 空 间 用于
社区居民开展各类活动， 全新的
居委会职能也由此被彻底 “唤

醒”。
居委会工作重心从 “等居民

来办事 ” 转变为 “引居民来活
动 ， 我走到居民身边去服务 ”，
更好地将服务浸润到居民的日常
生活中。 未来， 17个社区将形成
一个开放状态， 真正实现资源互
通、 空间互通的 “大围和， 小开
放” 服务模式。

“我们现有41支志愿服务队
伍 ， 今年已累计志愿服务时长
8600小时， 并成立了郝庄家园西
区 ‘五色志愿服务队’， 昌盛园
社区公共空间 ‘主理人’ 等一批
专项特色志愿服务团队。” 相关
负责人表示 ， 结合社区品牌特
色， 将整合各社区在职党员、 老
党员、 老干部、 先进模范人物、
文化志愿者、 文化达人等资源优
势， 培育居民公共精神， 通过建
立 “志愿积分 ” “积分银行 ”，
突破同一批人干不同事的界限，
不断织密社区服务队伍。

接下来， 城南街道将持续探
索 “一社一品” 模式， 以居民需
求为导向 ， 立足自身优势和特
色， 以高品质有特色的社区品牌
文化推动基层治理和服务提质升
级。

□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依然

怀柔区庙城镇服务企业事项满意率100%

□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江帼涓

走进西城区马连道 “第三
区百姓生活服务中心”，转炉瓜
子的香味迎面而来，3000平方米
的卖场里，蔬菜、水果、鲜肉、海产
等琳琅满目、物美价廉。正在买菜
的王女士说：“街坊四邻都爱来这
里买东西，日常所需都有了，旁边
还有个生活馆 ，我家孙子特别喜
欢在那里看书。 ”

西城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
绍 ， “第三区百姓生活服务中
心” 所在地是广外街道的茶马南
街社区。 长久以来， 居民需要综
合性便民商业设施和公共活动空
间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 今
年 ， 西城区商务局梳理群众需
求， 本着 “缺什么、 补什么” 的
原则 “因圈施策 ”， 协同街道 、
社区、 相关委办局多方力量， 加
快推进建设， 力求把便民生活圈

打造成为群众的幸福生活圈， 马
连道 “第三区百姓生活服务中
心” 所在的广外茶马便民生活圈
正是其中代表。

截至目前， 西城区已经完成
了广外茶马便民生活圈、 什刹海
景区便民生活圈 、 金融 街 南 部
便民生活圈等 24个 “一刻钟便
民生活圈” 建设， 评估优秀率全
市第一。 今年西城区提出计划于
2024年完成建设53个 “十分钟便
民生活圈”， 实现西城区域全覆
盖， 同时在试点推进8分钟便民
服务体系建设。

下一步， 西城区将以塑造服
务高效、 发展高端、 治理精细、
宜居宜业的高品质之城为工作目
标， 在城市生活圈建设工作中做
出示范， 展现 “西城样板”， 着
力推动 “美好西城” 建设。

昌平区城南街道打造社区服务阵地文化品牌

“一社一品”赋能基层服务提质增效

近期 ，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
出台了产业类城市更新政策———
《关于加强腾退低效产业空间改
造利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
施方案 》 （以下简称 《实施方
案》）。 近日， 《实施方案》 印发
以来支持的首批腾退低效产业空
间改造项目———西城新华1949产
业园二期、 东城中关村航星科技
园133号和32号老旧厂房、 怀柔
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3个项目
获批复。

位于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4
号的新华1949文化金融与创新产
业园二期项目， 改造总建筑面积
1.78万平方米， 原为新华印刷厂
印刷车间， 后改为官园商品批发
市场 。 改造后 ， 这里将吸引金

融 、 科技和文化类头部企业落
户， 打造 “金融·科技·文化” 三
位一体的新型园区。

更加注重综合性绿色效益是
此次改造项目的又一个亮点。 记
者注意到， 位于东城区中关村航
星科技园的133号和32号老旧厂
房装修改造项目在保留存量建筑
结构、 空间体系、 设施和构件的
前提下， 改善建筑立面、 交通及
外部景观， 并同步实施高水平的
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， 预计改造
后综合节能率超过15%。 怀柔科
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项目也通过
多种方式实施绿色节能改造， 包
括合理布置管网以降低能耗， 电
力系统设置采用自动补偿装置，
改造后综合节能率预计可达到

15%。
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

绍， 在实施建筑改造时， 不仅开
展高水平的节能绿色化改造， 对
具备条件的积极利用光伏、 热泵
等可再生能源， 改造完成后均可
实现15%以上的综合节能率， 为
社会提供公共绿色产品， 同时支
持的项目将纳入北京绿色交易所
企业碳账户和绿色项目库 ， 探
索开展碳排放核算和碳中和认
证等。

此外， 3个项目注重公共服
务功能织补， 引导项目加强与周
边对接联动， 利用公共空间举办
公益性展示交流活动， 提升区域
公共服务能力， 改善区域整体发
展环境。

□本报记者 盛丽

西城“十分钟便民生活圈”明年全覆盖本市3个腾退低效产业空间改造项目获批


